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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游戏”险些要了他的命
高二学生游戏后全身抽搐、意识模糊并休克，经全力抢救才脱险

□记者 郑希平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你听说过
“死亡游戏”吗？你知道它的危险性有
多大吗？前段时间，章丘某中学高二
学生陈爽在学校遭遇“死亡游戏”，随
即全身抽搐、意识模糊并陷入休克，
经过章丘市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才逐
步脱离了生命危险。

陈爽的母亲张女士，最近一直在
济南市区与章丘之间来回奔波着，希
望为自己的儿子讨个说法，并得到相
应的赔偿。就在不久之前，陈爽在学
校上晚自习时遭遇“死亡游戏”，差一
点就丢掉了性命。

据张女士介绍，挤压陈爽胸部的
是他的同学小海。“我儿子说，他是晚
上8点10分上第三节晚自习时，被小
海叫出去的。”张女士向记者介绍说，
儿子告诉她，被叫出去之后，陈爽按
照小海所说的“游戏规则”，深蹲之后
起身憋气，并将双手交叉于身前。

张女士称，随后，小海用双手挤
压了陈爽的胸部，陈爽立刻浑身抽搐
并意识模糊，接着就进入了休克状
态，“陈爽告诉我，随后他就什么都不

记得了，听同学说，小海吓得跑掉了，
他被学校的同学和老师送到了章丘
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陈爽
渐渐恢复了意识，也脱离了危险，但
两颗门牙磕掉了三分之二。由于身体
虚弱且缺氧严重，陈爽不得不在医院
接受吸氧治疗。

到底是什么游戏让陈爽休克，并
差点因此丧命呢？张女士说，事后她
找了小海和学校的老师了解情况，小
海最初说是从网上看到的“死亡游
戏”，后来又改口说是从同学那里学
来的，事后才从网上查到这个游戏叫

“死亡游戏。”
“孩子住院花费了两万元，两颗

门牙也废了，以后要种牙。”张女士
说，目前孩子已经回到学校上课，但

“游戏”引发的后续赔偿问题一直没
有解决，“小海的父亲不愿意承担相
应的责任，学校改口说是孩子之间玩
游戏，不关他们学校的事……”

张女士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她报了警，希望儿子得到相应赔偿；
目前，章丘市公安局已经立案，此事
相关细节仍在进一步调查了解中。

相关链接

教育部曾专门下文禁止传播
“死亡游戏”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都有害

□记者 郑希平

“死亡游戏”又叫“心跳游戏”或
“闭气窒息游戏”，据说，国外一些人
用这种游戏来缓解心理压力，可以
体验瞬间死亡的感觉。

该游戏最早源于国外及港台地
区，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内地和沿
海城市传播，并在校园内盛行一时，
随后引起教育部门和教师、家长的关
注，教育部曾专门下文禁止传播。

当时，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
门，一旦发现有学生参与这类活动
要立即制止，要求各地学校特别是
中小学校，深入开展文明行为习惯
的养成教育，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健
康有益的课余活动，同时进一步加
强管理，保障广大青少年学生健康
成长，严防此类不良游戏残害学生、
危害社会。

此外，教育部还商请有关部门
严厉打击、取缔这类不法游戏，严厉
查处蓄意制造、传播这类游戏的不
法分子，要求国内所有网站删除这
类游戏的介绍；鉴于其对青少年身
心健康有害，2004年，教育部下令坚

决制止此类游戏在学生中传播、蔓
延。

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这类
游戏的传播主要依靠“口袋书”，传
播面还比较窄，如今，随着网络的普
及，青少年上网人数众多，传播面持
续增大，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在未成年人加强自我保护等
安全意识的同时，学校和家庭的提
前干预也很有必要。”济南市青少年
心理专家陈琳认为，对于青少年对
新鲜事物的探索性，以及他们对世
界和生与死的神秘感，家长和学校
应该正确引导。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家长应
该指导他们多做一些有益的身心不
受伤害的活动，如爬山、短途旅行
等。”陈琳说，此外，学校方面应该让
学生树立正确的游戏观，明白“死亡
游戏”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

“学校和家庭一定要提前参与
进来，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陈琳表示，除此之外，
国家对网络的净化等外部因素，也
会对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起到
极大的促进作用。

2014年5月19日，石
家庄一名初二男生放学
后被同学邀请体验“死亡
游戏”，不久该男生全身
抽搐并意识模糊，经医院
抢救后整整吸氧三天才
恢复正常。

“死亡游戏”现身一所中学的贴吧。 网页截图

延伸调查

“死亡游戏”现身学校贴吧
医生称该游戏相当危险，千万不要尝试

□记者 郑希平

“死亡游戏”到底是一种什么游
戏？为何会导致瞬间休克并造成死亡
的危险呢？

根据小海最初的描述及其事后
查询到的情况，记者调查后了解到，
目前玩“死亡游戏”的基本都是在校
青少年，游戏方法则全都来自网络。

打开百度，输入“学生玩死亡游
戏”，可以搜索到11万多条相关信息，
其中不仅有玩法介绍，还有网友上传
的“朋友玩‘死亡游戏’”视频，供大家
讨论模仿。

在一些中学的贴吧里，也有“网
上疯传死亡游戏真实体验”的帖子，
更有甚者，还有人组建了专门的“死
亡游戏”贴吧，众多的跟帖者基本都
是在校学生，跟帖中随处可见“休克
了，怎么办”的求助帖，还有一些善意
的提醒，称这个游戏存在极大的风
险，青少年千万不要模仿。

济南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一位
医师介绍说，这个游戏叫“死亡游戏”
可谓名副其实，存在着极大的危险，
千万不要图新鲜而去尝试。

该医师称，通过下蹲、深呼吸、挤
压胸部，血液不能及时输送到大脑，
大脑缺血后神经兴奋性增强，随之出
现短暂性缺氧，休克的同时还会产生
幻觉，十分危险；休克之后，尽管每个
人耐受度不同，但一旦大脑缺氧达3
至5分钟，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性脑
细胞损坏，一旦没有控制好，就会酿
成悲剧；此外，这类游戏还会产生后
遗症，使大脑功能下降、记忆力衰退，
影响生命安全和智力发育。

即使存在着危险，青少年却依然
愿意模仿，济南市青少年心理专家陈
琳告诉记者，这与青少年对新鲜事物
存在好奇、尝试及从众、抹不开面子
的心理因素有着很大的关联。

“青少年时期，是大脑最活跃、探
索欲最旺盛的时刻。”陈琳说，越是刺
激、越是危险、越是新鲜的事情，青少
年越是愿意去尝试，以此事后炫耀，
证明“比别人强”。

另外，青少年对危险情况缺少预
知及辨别能力，导致很容易在他人怂
恿下参与类似“死亡游戏”的危险活
动，因此，这类游戏对青少年的危害
性极大。

2014年4月21日，苏
州市民陈先生讲述了一
件让人心痛的事：朋友的
儿子十多岁就被送往国
外读高中，不知道何时沾
上了那种电击的“死亡游
戏”；不久前，孩子独自在
宿舍内玩游戏，结果电击
过度当场死亡。

2010年9月28日，湖
南宁乡金海中学一名初
三学生讲述了自己的遭
遇：前一天，班上一个同
学从一本恐怖书里看到
了“死亡游戏”，便在同学
中做实验，他两次实验都

“成功”了，整个班起码有
10个同学“昏死”后又醒
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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